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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兵江汉》

内容概要

《鏖兵江汉:武汉会战》是抗战中日军战略进攻的终结，是抗战中双方战略相持的开始，是抗战中规模
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位于广济以东的第29集团军和第48军继续出击黄梅
至宿松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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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兵江汉》

章节摘录

　　然而力量薄弱的中国军队的对手却是非同一般，他们是鹿儿岛县的第45步兵联队。鹿儿岛县乃是
日本古时萨摩藩的土地，这个藩的武士一贯以好勇斗狠，只知前进而闻名，所以自古以来被称为“萨
摩隼人”（隼人是古代日本南九洲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勇猛知名）。而该部与同旅团序列的第23联队
争夺谁是师团更强者的事，也在军中传为美谈。遇到这样一支日军，新兵组成的队伍显然是抵挡不住
的了。更何况第45步兵联队居然不顾武士精神，多次让配属的毒气战部队使用毒气掩护攻击。第103师
在付出重大牺牲之后，于5日上午和下午先后放弃了后湖寨西南一线的两道防御主阵地。第86军2个师
协力发起反攻，一度收复第二道防御阵地，但是很快又被突破。这时，第86军开始溃退，临时从第26
军抽调的增援部队（第44师1个旅）来不及填补缺口，日军乘机沿公路平推，进逼广济以东。此时，
第4兵团已经用完了预备队，所属各部队减员均在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3。唯一控制在后方的只
有第55军。因为先前蒋介石有死守广济，掩护田家镇要塞的指示，所以已经心生退意的李品仙不敢擅
自做主撤退，致电蒋、白告急，请求进一步的指示。　　白崇禧已经觉察到战局不妙，如果一味硬顶
不是办法。他下令李品仙放弃广济，随后致电蒋介石“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
”，提出“睢有采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最后谈及“今对广
济及商固之作战，拟即遵照前次俞部长携来手令及昨由林次长传示之要旨，照利用大别山山地，改取
机动配置”。　　在白崇禧的解释电文发出前，已经得到撤退命令的李品仙下令全线撤退。按照撤退
计划，第86军一部和第176师负责掩护，其他部队在9月6日晚8时向指定位置转移。随后，牛岛支队进
入了广济县城（今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今村支队也推进到了广济南面。日军没有停留，7日一早
继续尾追中国军队向西推进，直到受到第55军的阻击才停止。此时第6师团各部也十分疲惫，转入休整
。　　此时，中国军队再次发起了反击。李品仙以第31军与第26军增援之一部进攻广济，增援来的第7
军协助正面防御的第55军夹击日军。但日军依托阵地和火力抵抗，中国军队没取得什么明显的进展。
到9月中旬为止，战线遂基本稳定下来。　　此间，中国军队位于广济以东的第29集团军和第48军继续
出击黄梅至宿松一线。他们利用日军兵力西进的机会，收复了黄梅一带许多村镇，甚至一度进逼黄梅
县城。但进攻黄梅的第44军所部缺乏攻坚武器，因此未能扩大战果。再加上日军掩护后卫的第13步兵
联队有效地实施阻击，所以这些袭击行动对第6师团攻占广济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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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兵江汉》

精彩短评

1、介绍的详细，全面包括了许多，但我觉得战史就应该以战争为主，少讲废话，比如书中已经附了
近一页纸介绍一个将领，但在文中作者又将那些介绍很多有讲了一遍，我都怀疑在凑字数了。
2、历史这东西，要写好真的是不容易啊
3、这套书，猪猪太师写的这一本，总算是买来读了，一如既往的高质量。
4、卢沟桥畔，他们，曾经用简陋的步枪和不屈的意志，坚守不退；临沂城下，他们，曾经用闪亮的
刀锋和决死的信念，力挫敌虏；滇缅路上，他们，曾经用坦克的轰鸣和复仇的怒火，绝地反击⋯⋯在
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代，他们，用并不坚强的双肩担起了抗敌御侮的重任，因为他们知道---“我
们这古老的民族，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他们，就是中国国民革命军。 
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书写，国军的抗战将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
否则，我们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国捐躯的国军百万将士忠魂？ 
诚然，在铿锵的抗战交响曲中，他们中间，有退缩的，有妥协的，但这只是极少的不和谐音符，英勇
才是他们迸发的最强音，坚韧才是他们怒吼的主旋律！历史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亵渎！抗日战争---
这段悲壮的历史属于他们，也属于我们，更属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历史是真实的，请我们记住那些值得尊敬的国军将士们，他们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英雄，他们也是我
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国军抗战将士们，向你们敬礼！！ 

5、小朋友喜欢看战争类的小说，这次买的都是相关内容的
6、让我读过以后终于明白了抗战
7、虽然关于武汉会战的书籍和文章已有很多,但是此书仍然不失为近年来我所读到过的不可多得的一
部战史,作者对于史料的引用十分翔实和到位,并很好的融会贯通于全书中,书中对于武汉会战各个阶段
参战国民党军的序列和各部队的介绍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8、格局上堪称全面，生动性有待提高。
9、纪实文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这个正好。
10、最后的总结，以转型期的社会来分析，特赞！ 
11、书的纸质不错！知兵堂出的书内容没得说！
12、反映武汉会战的书已有五六部，这是我看到的较好一部，作者纵横捭阖，高屋建瓴，史论结合，
独有见地。
13、蛮详尽的，毕竟自己学校出版社的╮(╯▽╰)╭图片很丰富，信息量大
14、格局上是全了，能写出来实属不易，但缺生动性。末了，日本赢在战役，中国赢在战略等综诉，
还是颇显作者研究之实力的。
15、一寸山河一寸血
16、买给长辈看的，说还不错
17、作为一个爱好文史的武汉人，看过好几本有关武汉会战的资料和纪实文学，感觉这本是同类题材
中写得最好的。唯一的遗憾是编校不够仔细，除去一些错字外，就是正文和灰框中的一些叙述有不一
致的地方，容易给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造成困惑。
18、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对于这本书，他查阅了中日双方大量的史料，对于武汉会战
这场抗战时期最为重要和激烈的会展之一，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最为重要的是，就武汉会战的结局，
作者首次提出了中国方面才是战略上的赢家这个观点。出乎意料但是却分析得合情合理。当鼎力推荐
！
19、真实反映抗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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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兵江汉》

精彩书评

1、据我所知，武汉大学出版社“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中，只有这本《鏖兵江汉》是由一位作
者独立完成的。全书以“布局武汉”为开端，先铺陈背景局势与双方大战略，接着自豫东会战起逐步
记录安庆、马当要塞、九江、南浔路等战役及至武汉弃守的全过程，并辟专门章节进行总结评析，格
局完整。行文兼顾中日双方史料，比之前几部依托单方面文史资料撰写的同题材纪实文学，以及“讴
歌了以陈诚、薛岳为代表的国民党将士的智勇风采以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人格魅力
”的玩意儿要强得多。武汉会战的几个热点话题本书都做了专章叙述，在诸如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
，以及给日军带来的损害程度上，有比较全面的陈述分析和史料整理，可见前人未及之处。全书涵盖
的十几个大小战役编排得法，脉络分明。构建战役的过程中，多从背景局面出发，大段引用原始作战
方案，对筹划布置情况描述的十分详细，并辅以参战部队、指挥官和战斗地点的简要评介，对作战过
程的描述比较清晰，能看出作者综合双方史料的考订功夫，以及对细节问题的挖掘，如日军使用毒气
突破国军阵地的记载十分难得。但是多数战役的过程叙述简略单调，对伤亡数字也缺少比较评析，读
起来相当枯燥。虽然作者说万家岭一章“因出版社要求，编辑操刀改过，与其他章节颇为不合，不仅
补充的内容对资料不加取舍和考订，而且在评述上竟赞同成王败寇之论，大违本人价值观念”，抛开
价值观念评述的问题不说，我倒觉得这一章的材料编排更有质感一些。讲些小问题。武汉大学这一系
列丛书都是采取双排正文辅以格子补丁（人物、兵器、部队简介，作战序列等）、大幅图片的方式排
版，这一套用在十六开的军刊上尚可，放在三十二开的书籍上十分局促，山寨感十足。格子补丁的内
容也有与内文不一致的地方，如正文P9称陈诚是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到P11的补丁里变成了训练
团教育长。国军方面人物简介很怪，各位将领的军阶既非武汉会战时期的情况，也非军人生涯中的最
高军阶，而是该人1949年之前的最高军阶，不知道为何如此划分？另外，常能见到“一个步兵旅因被
日军切断退路无法进入潜山（P45）”、“兰封会战前因与驻地军事长官发生矛盾（P105）”的叙述，
其实不如写出具体番号、职务人名，更符合全书氛围。
2、看的时候无比痛心，感觉中国军队一直都是在撤退，日军兵锋一到，在稍作抵抗之后防线就土崩
瓦解，纵有一万个撤退的理由也比不上一个亡国。作者列出了每场战斗双方的部队战斗序列番号和高
级将领的名字，其实这些不重要，我更想知道的是双方的兵种和火力配置，兵员人数对比，不过这些
数据可能找起来有困难，不过没有这些数据也很难看出国军是如何败的。作者说部队里有吃空饷谎报
兵员人数的事，我也相信国难当头的时候的确会有想发战争财的人，但从实际考虑，人员少的部队自
然战斗力差，在制定防御战的时刻也就不会把战斗力差的部队摆在重要的位置，重要的位置一定都是
有点战斗力的部队，这样看来有谎报兵员的部队存在不能成为战败的主要原因。日军在间谍，情报收
集，情报破译方面都强于国军，这点我认为很重要，作者在这方面提到的很少，日本在战前几年就在
制定侵华的方针，中国各个主要地区，城市的详细地图早就被日本间谍提前侦查过，更是细致到了偏
僻点的村庄都在地图上有绘制。之所以日军可以快速的推进，除了它的机械化以外，就是战前绘制的
中国地图。日军里有很多学土木工程出生的军官，在建造战地工事方面技术很高，很坚固，这也是国
军很少在阵地战中突破日军防线的原因之一。日军的工兵团也是不可小看，修路，架桥，排雷，其效
率之高，是日军后勤补给及时跟进的保证。中国太穷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像样的道路，在中西部地区
就更没有了，这也是阻碍国军机动行军和后勤补给不及时的重要原因。作者在最后总结的部分，我觉
得要说失败的原因真的是有太多要说的，前方大量国土沦丧，后方政府却在一边说着打持久战，用空
间换时间，一边向西部转移，还好没撤到印度组建流亡政府。我不能说国军不抗日，也不能说他们打
的不好，毕竟他们消灭了40多万日寇，牺牲了321万将士。不是任何人的错，那时我们已经尽力了。
3、昨天在图书馆顺手借了这本书，通过一个豆列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也上豆瓣，就加了关注,作者居然
留言让我对书给点评价，很惶恐。我没能力探讨书中的史实是否准确。随便说点观后感，这本书很扎
实，可以作为资料查阅。但读起来略为枯燥，细节太少，作战序列，电文，战报，我得不断的百度文
中提到的人名。作者说第十二章被迫删改最多，与全文不一致，我估计与张灵浦有关的细节作者未必
想写得这麽详细，但十二章是我看得最爽的一章，因为细节多，虽然从作者的评价来看万家岭只是一
场胜仗不用过份拔高。作者认为精华在最后一章的总结里，我基本赞同，但前面的战役流程里作者并
没有多交待国军与日军除了装备，差距到底体现在哪里，也就是说前面的主体部分的描述没能对最后
的总结作出有力的支撑，比如最后说国军空额很多，部队多不满员，但前面几乎没提到这点，还有国
军修工事和设阵地的缺陷，也没能结合具体战例作出分析。我看完这本书后的印象是，国军按照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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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兵江汉》

计划布置好防线，却总是被轻易突破。(似乎提了一堆意见，作者勿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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